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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原住民以部落為單位，並沒有國家

的概念，部落之間是資源競爭的關

係。在國家體制進入之後，部落之間的競爭關

係也被限制，新校園運動之所以設計成競爭的

賽制，就是希望以學校、部落為單位，讓原住

民族重點學校之間可以透過這個運動，以這樣

外部的競爭關係，來達到凝聚部落內部的團

結。

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的扭轉

工業革命之後，人們認為機器可以取代人

類，然事實是機器奴役了人類，真正的統治

者，仍是掌握資源的資本家。國家與原住民族

之間的關係也同理，當國家進入部落之後，原

住民族無可避免的受到國家的控制，對原住民

族來說，國家的進入無異是侵占他們的土地，

因此會有「還我山林」、「還我土地」的活動

產生。新校園運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的運動以及競爭型賽制，讓部落與國家之

間的關係不再是上對下，而是達到對等的溝通

關係。教育部在新校園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並不是主導者，去要求參賽學校要做什麼，而

是提供少許的補助，讓學校能運用這些資源自

由地去發揮。以部落為核心，透過不停的溝

通，設計出最能展現部落文化的校園。

新校園運動的範圍並不侷限在校園，對於

部落而言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新校園運動要求

參賽學校在施工時，應採用雇工購料的方式，

與部落內部既有的工班、藝術家合作，一方面

提供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也

讓部落的居民能夠更深刻的了

解自己的文化，以自身的文化

為傲，提升對身份的認同感。

新校園運動的困難點

新校園運動實施至今，整

體而言獲得不錯的成效，然同

時也面臨了一些問題。首先，

並非所有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

都是以部落為單位，有許多校

長、老師都並非原住民族，因

此對他們而言，這樣的一個運

動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反而

是造成業務負擔的活動，要如

何解決這樣的阻力，我們仍設

法解決中。第二是在第一屆

時，因新校園運動要求以雇工

購料的方式進行，因對採購法

案不熟悉而却步的學校不在少

數。因此計畫團隊在東西南北各地不停舉辦說

明會，就是希望能破除這些學校的擔憂，讓他

們能放心的參與。

而在第一屆評選之後，也出現不少因為落

選而不服氣的反應聲浪，針對這點，計畫團隊

也不停的討論，在第二屆的時候改變評選方

式，改以先透過訪視的方式選出39間學校，再

讓這些學校一起到台中進行第二階段的評選。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都願意積極的修正，只求

能夠讓整個計畫運行得更加順利。

評選後出現的現象

在評選之後，也產生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有些得獎學校，因為沒有預想到能夠得獎，因

此當突然收到一大筆的獎金

時，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運

用，需要更多時間去商討。計

畫團隊都非常願意等待，讓這

些得獎的學校能夠慢慢地做，

只期待能夠有更加精采的成果

展現出來。

除此之外，我也發現到，

有許多得獎的學校，對於努力

而誕生的成果產生了無比的榮

譽感，他們非常積極的向外展

現該校新校園運動的成果，一

方面，對於計畫團隊來說，這

是比起任何文宣都來的有效的

宣傳，另一方面，在第二屆開

始之後，參賽學校也自然而然

會去找這些第一屆中表現優秀

的學校來參考，形成一個好的

循環。

新校園運動的展望

新校園運動並不是一個短期、事件性的計

畫，在其背後蘊藏著非常深遠的視野。除了改

變國家與部落之間的關係以外，台灣做為南島

語族文化的最北端，透過這個運動，希望能從

文化開始，讓台灣原住民族對自身的文化有更

深遠的牽絆，從理解到認同，從而與南太平洋

的其他南島民族之間形成串連，產生更加豐富

的文化交流。

新校園運動串起了部落與學校，我們期

許，未來的原住民族重點學校都能夠展現出當

地部落文化的特色，孩子用族語訴說部落的故

事、自身的文化，這正是新校園運動最期待看

見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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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園走進部落，讓部落進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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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庭から部落へ、部落を校庭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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